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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筆者從小就對拼圖遊戲抱有很大的興致，進入大學後，因緣際會之下又與陶藝結下不解之緣，故進入研究所後，便希望能

將拼圖的元素與陶藝創作相結合。因為筆者認為拼圖中有諸多特點與人生的各個層面不謀而合，關聯十分密切，故筆者嘗

試以陶瓷拼圖來連接、疊加產生不同的造形，經由拼圖遊戲的過程激發想像的潛能，並期待透過陶藝拼圖創作的過程來剖

析人生的各個面向，對於拼圖與現實人生的關係加以統合研究。 本創作研究的作品，運用象徵隱喻的表現手法來展現，透

過創作探討陶藝拼圖造形中的人生意象，並重新檢視生命的價值。創作靈感主要來自於筆者個人生命的歷程及感悟，希望

藉由創作將成長經驗中的印象呈現出來，透過陶藝拼圖造形的安排，呼應現實世界的人生百態。並透過物件的配置，了解

陶藝拼圖造形背後的意涵及與人生的關連性，此亦為筆者對人生所抱持的態度。

關鍵詞 : 人生、意象、拼圖、陶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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